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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工运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特征及其

当代价值

丁桂馨，景璇
（湖南科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２０１）

摘　要：我国工人阶级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新时代新征程中发挥着主力军作用。毛泽东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
级实现革命与建设目标的历史探索中，形成了集“阶级意识启蒙与斗争实践”“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工人与农民联盟”

“国家利益与工人权益”为一体的工运思维范式，呈现出“思想与行动”“集中与民主”“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整体与局

部”相统一的理论特征，其蕴含着深邃的唯物辩证法，为新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蓬勃发展带来深刻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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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
的社会主义国家，党和国家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依

靠工人阶级方针”①，“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级主

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件下工人

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有害

的”②。工人阶级在新时代中国“加快建设制造强

国”③的新征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

重温毛泽东工运思想，将为新时代工运事业的蓬

勃发展提供历史启示。当前，学术界相关研究主

要集中在革命时期毛泽东的工运思想，贯穿革命

与建设时期的整体性研究较少，且缺乏哲学原理

归纳方面的研究。毛泽东指出，“唯物辩证法是

正确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是共产党的理

论基础”④。毛泽东在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实

现革命与建设目标的历史探索中，自觉运用唯物

辩证法，形成了集“阶级意识启蒙与斗争实践”

“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工人与农民联盟”“国家

利益与工人权益”为一体的工运思维范式，呈现

出“思想与行动”“集中与民主”“基本原理与具体

实际”“整体与局部”相统一的理论特征，蕴含着

深邃的唯物辩证法，为民族复兴凝聚起伟大的内

生性力量。学术界深入剖析毛泽东工运思想的哲

学思维及其当代价值，将丰富相关理论研究，为新

时代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提供理论参考。

一　坚持“思想与行动”相统一，以思
想改造与现实变革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工运

事业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创造环境，同

样，环境也创造人。”⑤创造环境的人，是拥有特定

的思维结构、认知范畴的人。列宁指出：“范畴是

区分过程中的梯级，即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梯级，

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

结。”⑥思维结构和认知范畴不同，对自在客体的

把握也不同。从思维的建构性来看，人改造环境

的实践过程也是主体以思维的逻辑结构不断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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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转化自在客体，形成新的认知体系和观念客体

的过程。因此，生活贫穷的工人并不必然是建立

新社会的依靠力量。只有具备无产阶级的认知范

畴、思维结构从而具有历史自觉意识的工人才能

担负起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工人的无产阶级意

识启蒙与变革现实的实践行动应相伴而行。毛泽

东坚持工人教育和组织工人投入实践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工人运动，体现了“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

辩证思维。

（一）将开办工人夜校与组织工人罢工相结

合推进工运事业

工人群体理解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纲

领、方针并服从党的领导，进而忠实履行无产阶级

历史使命需要具备基本的文化认知能力。近代以

来，伴随列强入侵，外源性的工业化起步使得我国

工人阶级的生活处境异常凄苦。极端窘困的生活

状况使得工人阶级具有坚定革命性的同时，也因

缺乏学习条件，几乎一字不识。据一位日本人对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上海某纱厂工人文化程度的统
计，男工目不识丁者 ６０％，女工目不识丁者
８５％①。最早的通商口岸尚且如此，遑论内陆闭
塞地区。为提高工人群体的文化素养，１９１７年毛
泽东在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期间便着手创办了

工人夜校。毛泽东亲自给工人教授历史课。他在

夜学日志首卷写道：“教以历史之大势及近年关

系最巨之事迹，所以粗养其历史的观念及爱国

心。”②毛泽东开了工人夜校之先河，随之，我国各

地工人夜校相继产生。“劳工补习学校”成为党

的一大议程之一。

主体意识是人的类本质。这就决定了工人具

有反抗异化劳动的革命自发性。这是近代中国工

人罢工运动得以自发形成的逻辑所在。但这种革

命意志和决心上升为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私有制的

无产阶级意识，则需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灌输。

毛泽东深刻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以工人夜校启

蒙工人无产阶级意识，以斗争实践淬炼工人的无

产阶级自为能力。为唤醒工人群体的阶级使命

感，毛泽东在１９２１年１１月２１日的《劳工周刊》上
发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启蒙工人：“劳动

组合的目的，不仅在团结劳动者以罢工的手段取

得优益的工资和缩短工作时间 ，尤在养成阶级的

自觉，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

益。”③在组织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的过程中，毛

泽东和李立三以兴办平民教育为合法理由，成立

了安源路矿工人补习学校，对工人进行无产阶级

意识的思想启蒙。通过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

的夜校启蒙，安源路矿工人的阶级自觉意识得到

空前提升，罢工取得重大胜利。为更好地培育工

人的斗争素养，毛泽东派党的干部到长沙新河总

站办工人夜校④，配合粤汉铁路武汉至长沙段工

人的罢工。他在组织长沙织造、土木、铁路等各业

工人罢工的同时，始终坚持去工人夜校讲课，实现

了夜校启蒙与斗争实践的有机统一，使得湖南成

为建党初期工运高潮中工人运动发展最为突出的

省份之一。

（二）将工人教育和国家建设的具体任务相

结合推进工运事业

毛泽东历来反对“以主观主义（唯心主义）代

替唯物主义，以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⑤。确立工

人运动的内容时，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

革命家以客观实际为转移。新中国的成立，意味

着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成为国家

经济建设的主阵地。城市工作该依靠谁？１９５１
年１—２月，毛泽东在给邓小平、薄一波等同志的
批复中提出“加强城市工作，依靠工人阶级”⑥的

指导思想，指出“明确依靠工人阶级应成为党的

指导思想”，“着重地研究和解决依靠工人阶级的

思想问题”⑦，并批判了党内较为普遍的看不起工

人的思想。他在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８日为中共中央起
草的党内通报中进一步强调：“向干部做教育，明

确依靠工人阶级的思想。”⑧工人阶级的国家建设

主体意识教育成为新中国工运事业的重点。马克

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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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①工

人的国家建设主体意识教育只能在社会关系的理

性建构和生成中得以彰显，在具体的劳动实践和

制度建构中得以培育。

为此，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

体采取以下举措：一是建立工人教育制度。１９５０
年６月，政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职工业余教育的
指示》，开启了旨在提升职工政治、文化和技术素

养的教育制度探索。１９６０年３月，中共中央转发
《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当前技术革新、技术革命

情况的报告》，将工人教育问题列为主要内容之

一，职工的成人教育发展被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计

划。二是将工人理想信念教育和具体经济建设现

实任务相结合。工人日常生活场景的有限经验与

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抽象性之间的张力，决定了

工人国家建设主体意识教育手段创新的极端重要

性。１９５１年１２月１４日的《中共中央转批华东局
宣传部关于产业工人政治教育会议的综合简报》

指出：“在进行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教育时，应同

时在工人中加强关于增产节约，反贪污、浪费和官

僚主义的政治教育工作。”②１９６５年 ９月 ８日的
《中共中央转批全国总工会党组关于省市自治区

工会主席座谈会情况报告》指出：“工会必须继续

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职工，提高阶级觉悟，发动职

工积极发展生产。”③从而将抽象的理想信念教育

化约为具体的经济建设任务，避免了工人的国家

建设主体意识教育的空洞性。三是以经济斗争实

践培育工人主体意识，将监督不法商人违法行为

纳入工人运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毛泽东

指示：“对于问题不大的半违法半守法工商

户……应于发动工人店员，划清劳资界限，检举他

们的偷漏、侵吞、盗窃，并多方诱导他们自己坦白

其违法行为。”④实现了工人国家建设主人翁意识

教育与经济建设现实任务的有机统一。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毛泽

东工运思想“思想与行动”相统一的辩证内涵，一

方面高度重视工人阶级争当“大国工匠”的历史

责任感教育和现代技能培育，指出“我国工人阶

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

神、工匠精神，适应当今世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的需要”⑤，指示各级党委和政府“把提高职工队

伍整体素质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抓紧抓好”⑥。因

此，《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等文件得以相继出台。另一方面注重工人阶级实

践能力的淬炼，通过示范引领的感性形式激励工

人阶级创造性地钻研技能。在党中央的指示下，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在广东省广州市举行，开启了培养更多

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的赛事探索。

二　坚持“集中与民主”相统一，以党
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式推进工运

事业

列宁指出：“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

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

识。”⑦工人运动若只停留于眼前的经济斗争，缺

乏纲领性的政治斗争目标，政治上必将反复无常，

沦为不同政治派别谋取政治投机的工具。“光是

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

趋向思想。”⑧工人群体的斗争实践必须坚持马克

思主义政党的坚强领导，才能实现无产阶级自身

的解放。但人类的实践性和社会性本质决定了党

的路线方针政策若要实现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的

有机统一，则必须坚持群众史观，以群众路线的民

主决策保障党领导行为的正确性。毛泽东领导工

人运动的实践探索中，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

导和群众路线的辩证统一，为新时代工运事业提

供了宝贵启示。

（一）注重工人党支部建设，以党员接近群众

的方法领导工人罢工运动

建党初期，毛泽东在领导湖南工人运动的实

践中，“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对待受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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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义影响的湖南劳工会”①。为帮助劳工会

领导人黄爱、庞人铨摆脱无政府主义影响，毛泽东

除了指定专人与黄、庞保持联系，深入了解他们的

思想动态、内心顾虑的同时，还亲自邀请二人一起

深入工人群体考察安源工人运动，引导他们树立

工人政治斗争的目标，鼓励他们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工人运动，并在《所希望于劳工会的》一文提

出：“旧的行会式的组织固然要不得，职员太多、

分部太繁、权力太分也要不得。”②在毛泽东的耐

心启发下，湖南劳工会进行机构改组，去除旧的行

会式的过于分权的组织机构设置，集中为书记、宣

传、组织三个部，把各工团的合议制改为书记

制③。至此，毛泽东以深入群众的工作方法实现

了湖南劳工会党集中统一领导的组织建设。

纵观毛泽东领导工人运动的方法，党的集中

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的民主作风有机统一始终是

贯穿其中的基本红线。一方面，毛泽东注重工人

党支部的建设。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５年他在湖南领导
工人运动期间，与李立三等同志共同努力，先后建

立中国共产党湖南总支部、安源支部、韶山支部等

工人党支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发表题为《纪

念巴黎公社应注意的几点》的演讲，指出巴黎公

社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

纪律的党做指挥，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

机④，启发工人群体领悟党集中统一领导的极端

重要性。另一方面，毛泽东注重深入群众，了解工

人群体的真实状况，润物细无声地予以工人共产

党组织的领导。在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期

间，毛泽东深入安源矿井、工棚了解工人的痛苦和

受压迫的情形，同李立三、杨开慧一起同夜校工人

谈话，访问工人家庭；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离开长
沙赴上海中共中央任职前，叮嘱中共湘区委书记

李维汉，一定要用接近群众的方法开展工人运

动⑤。毛泽东自觉以群众路线领导工人斗争实

践，既避免了工人运动因缺乏共产党领导而导致

的工贼破坏、流氓无产者和小资产者自由散漫性

侵蚀等内部问题，又避免了党因脱离工人群众而

产生的精英政治习性和唯心主义等局限。

（二）注重工会建设，以党的群众路线团结工

人阶级投入国家建设

共产党领导的工会，是党紧密联系工人群众，

进而团结广大人民为革命和建设目标共同奋斗的

纽带。革命时期的工会组织为团结工人取得新民

主义主义革命胜利作出了伟大贡献。新中国成立

后，如何依托工会，团结广大工人群体为社会主义

经济建设而奋斗成为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思考的

问题。一是探索工会组织工人参与企业的民主改

革。１９５０年２月６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中共中
央委托全国总工会主持起草的社论《学会管理企

业》⑥，开启了以工会为抓手，推进工人参与社会

主义企业管理的群众路线探索。二是确立工会工

作的民主集中制原则。１９５０年 ６月 ２９日，新中
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以法律形式

将党的统一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统一确立为工会

工作的根本组织原则。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中共
中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的指示》强

调，各企业党委和支部应研究“党如何领导工会

而不是代替工会，如何通过工会去进行群众工作，

而不是抛开工会去直接进行群众工作的具体办

法”⑦。为了使工会干部深刻认识到党的统一领

导与依靠群众的辩证关系，１９５５年 ９月 １０日，
《人民日报》发表了经中央讨论过的社论《加强党

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指出：“工会的群众监督是

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的。”⑧三是探索工会与企业

行政目标的有机统一。如何处理工会与行政的关

系，其实质是工会如何正确处理工人群众利益与

企业贯彻党中央大政方针、维护国家长远利益的

关系，是工会工作的难点。工会若只从企业管理

的立场推进工会工作必将使工会脱离群众，最终

丧失力量之源。然而，工会群众性组织的性质决

定了“工会不是工人先锋队的组织，它必须使自

己成为先进的、普通的以至落后的工人都能加入

的组织”⑨。工会成员政治觉悟的参差不齐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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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明逵，唐玉良：《中国工人运动史（第２卷）》，广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７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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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工会盲从工人群众必将使工会工作与企业管理

目标割裂。为此，１９５３年５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在
《关于注意检查和纠正工人劳动纪律松弛现象的

指示》中作出了工会应加强工人管理的指示：“错

误地把迁就群众的落后现象和群众观点混为一

谈，……不关心工人疾苦的官僚主义是错误的，但

是，对于工人中无故旷工、装病、缺勤等败坏劳动

纪律的现象，不采取负责态度与适当方法加以纠

正，同样是极端错误的。”①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注重发挥工会群团组织的桥梁

作用，为实现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有机统一、团结

工人阶级投入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

保障。

群众路线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论和认识

论，也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实践层面的具体

呈现，体现了人民主体论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根本

价值立场。只有坚持群众路线，才能解决“为了

谁”的价值追问、“依靠谁”的动力来源。新时代

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必须深入群众，以群众

路线革除工人阶级群团组织的机关化、行政化、贵

族化等问题，使工会成为党紧密联系工人群众的

桥梁。同时，必须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我国工运事业是党的事业的重要

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

基础性工作。要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②在

党中央的指示下，２０２１年 １２月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进行

了修订，以法的权威规定了工会要做到坚持党的

领导和服务工人群众的有机统一，为新时代工会

团结广大工人投入制造强国建设提供了制度

保障。

三　坚持“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
合，以工农联盟的方式推进工运事业

马克思指出：“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

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

移。”③工人阶级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阶级。这

一基本原理的具体运用，则需要结合实际。马克

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总结法、德无产阶级革命失败

的原因时指出，在以农民为主要人口的国度里，工

人阶级如果得到农民的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就

会形成一种合唱，若没有这种合唱，它在一切农民

国度中的独唱是不免要变成孤鸿哀鸣的”④。然

而，以工人和士兵为主力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

利的事实使得中国革命者轻视农民革命，忽略工

农联盟的极端重要性。为此，毛泽东在从事工人

运动的过程中，坚持“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

合，提出工农联盟的革命与建设路径，为工人阶级

履行其历史使命找到强大的结盟力量。

（一）指明工农联盟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

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

１９２３年的“二七惨案”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此时的共产党领导群体

对现实中国依然缺乏深刻认识，忽视农民运动的

重要性。一种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群体，只注重

与国民党合作，一种是以张国焘为代表的群体，只

注重工人运动。在１９２３年６月中共三大会议上，
毛泽东敏锐地指出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强调：“湖

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漫

山遍野都是农民。”“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

重要的。”⑤毛泽东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关注。

中共三大制定了专门的《农民问题决议案》，提出

了联合小农、佃农和雇工的要求。中共四大提出

了工农联盟问题。

大革命时期，为了促使国民党深刻认识到在

反帝反封建斗争中联合农民的极端重要性，毛泽

东发表《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指出：“农民问题

乃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

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⑥土地革命时期，

进入广大农村地区的中共武装队伍曾一度弥漫悲

观情绪，认为山沟沟里的革命没有前途。对此，毛

泽东明确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和“农村包围

城市”的革命新道路，指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

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

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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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丁桂馨，等：毛泽东工运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身的。”①新中国成立后，为组织农民投入国家工

业化建设，毛泽东强调：“农民要和工人一面合

作，一面比赛，把农村也改造得和城市差不多，这

才是真正的工农联盟。”②社会主义的工农联盟为

国家工业化提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在探索国家

出路的历史进程中，近代中国不同社会力量皆因

找不到科学理论和现实依靠力量而以失败告终。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把握中国实

际，以工农联盟的革命与建设路径为国家强盛找

到了力量来源。

（二）探索巩固工农联盟的保障机制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巩固工农联盟

的思想政治基础。毛泽东注重以党的理论对农民

群体进行思想改造，培育其无产阶级思想意识。

在湖南从事农民运动时，他以中共韶山支部、共产

主义青年团等革命组织指导农民开展反帝爱国斗

争。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开创了党对工农武装

绝对领导的建军原则。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农民的社会主义教育。

１９５７年８月２８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委关于
如何在乡、社开展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的紧急

通报》，提出：“批判农民的个人主义与富裕中农

的资本主义思想。”③１９６１年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
央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着重提

出：“向农民宣传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和爱国主

义；要向农民宣传工农联盟，城乡互助以及兼顾国

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的重要意义。”④新中国以共

产党的理想信念教育改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历史

局限性，有力地巩固了工农联盟的思想政治基础。

二是注重维护农民的切身利益，巩固工农联

盟的经济基础。土地，是农民的核心关切。通过

土地革命，中国共产党使每位农民实现了“耕者

有其田”的历史夙愿，并通过土地集体所有制改

革，避免了土地私有化而产生地主的自然趋势，使

农民无论能力高低强弱，都拥有最后的保障。同

时，为了增强个体农民的抗风险能力、提升农业生

产力，毛泽东明确说明，克服农民分散生产的唯一

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

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⑤。虽然

实践中“一大二公”挫伤了农民积极性，农业合作

社遭受重大挫折，但农业生产的合作社模式至今

依然值得借鉴。同时，新中国依据国力建立了教

育、医疗和救助等低水平但全面的农村社会保障

体系，维护了农民的社会福利权。

三是注重农民的自我实现，增强工农联盟的

情感基础。在封建社会，农民缺乏平等的政治权

利，人的丰富而全面的类本质无从呈现，愚昧成为

农民本性的标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

领导农民参加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不以包办、代

办的形式领导农民运动，而是注重激发农民的主

体意识，引导农民组织起来向封建势力作斗争，指

出：“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

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⑥革命斗争

的主体性实践使农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新中

国成立后，毛泽东带领党和政府推动农村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以公众参与制度保障了农民农村建

设的主人翁地位，农民的自我实现程度不断提高，

提升了农民对工人阶级领导的情感认同。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⑦是新时代新征程中

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要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工

农联盟依然是最坚实的依靠力量。但时代的变迁

已使工农联盟有了新的内涵要求。为此，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

流动。”⑧推动城乡要素流动，一是应加强基层党

组织建设，以乡镇党组织力量为城市资源下乡提

供承接平台，防止“精英俘获”。同时应加强乡风

文明建设，为资源下乡提供人文素养支撑。二是

工会应积极参与人才下乡、科技下乡等扶持行动，

为农村现代化提供生产技术支撑。三是工会应积

极参与农民市民化落户机制，推动城市居民有偿

入住乡村生态康养机构，助力养老机制构建，建立

有机农产品采购制度激励农村的绿色生产，实现

工农联盟的双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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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坚持“整体与局部”相统一，以中
华民族整体利益与工人当前利益相结合的

方式推进工运事业

春秋笔法，微言大义。何为近现代中国的大

义？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救亡图存、民族复兴成为国之大义。工人阶级作

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建设新社会的领导阶级，捍

卫民族尊严，恪守国家大义，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为义不容辞的历史担当。但工人阶级不是抽

象的存在，而是现实的个体组成。马克思指出：

“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

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

东西。”①如果不能保障工人具体的当前利益，国

家的整体利益就失去现实支撑。维护工人基本物

质利益和发展权益成为现实目标。同样，没有国

家长远目标的追求，工人阶级眼前利益终将失去

根本保障。毛泽东在探索依靠工人阶级力量实现

民族复兴的实践探索中，把握“整体利益与局部

利益”“长远目标与现实诉求”的辩证关系，强调

应将国家整体利益和工人阶级具体利益、国家长

远目标和工人阶级眼前需求有机统一推进工运

事业。

在大革命时期，为防止工人运动片面强调工

人经济利益导致国民经济受损，１９２６年 １０月 ２３
日毛泽东在出席国民党中央各省区联席会议时，

与陈其瑗、简琴石等 ７人联名提出《商民运动提
案》，强调：“我们应打倒者是买办阶级及帝国主

义之走狗的资本家。中小商人同是被压迫阶级，

应受本党保护。”“此后做工人运动者应向工人详

细解释，以免妨碍商民运动。”②土地革命时期，由

于受“左”倾思想错误指挥，苏区工会不顾根据地

在敌人封锁与进攻中发展经济的重要性和艰难

性，片面强调工人工资、工时和劳保福利导致苏区

经济受损。为纠正工人运动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大

局的“左”倾错误，１９３２年 ３月 １８日湘赣省职工
联合会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湘赣苏

区职工会的任务的决议》指出：“工人的经济斗争

要与农民土地革命及帝国主义斗争、苏维埃政权

的巩固与扩大的利益联系起来。”③明确反对只顾

工人经济利益的经济主义和取消工人利益的机会

主义。抗战时期，毛泽东把握反帝主要矛盾，提出

工人运动应服从抗战的大局。１９３８年 ５月 ８日
毛泽东对赴延安参观的平汉铁路工人破坏大队讲

话时指出：“工人要在抗日中做先锋。”④抗日根据

地的经济发展对持久抗战具有战略支撑作用。对

此，毛泽东强调工人运动需兼顾资本家利益：“工

人必须遵守劳动纪律，必须使资本家有利可图。

否则，工厂关门，对于抗日不利，也害了工人自

己。”⑤同时他号召人民开展旨在实现抗战生活自

给自足的大生产运动，指出：“陕甘宁边区有二百

万居民，还有四万脱离生产的工作人员，要解决这

二百零四万人的穿衣吃饭问题，就要进行生产运

动。”⑥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的指示下，陕甘宁

边区总工会开展了以大生产运动为内容的竞赛活

动，激励工人以革命的姿态投入工业生产，涌现出

以赵占魁为典型代表的劳动模范。工人生产大竞

赛运动逐步在晋察冀、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展开，改

善了抗日人民生活，壮大了抗日力量。抗战取得

了伟大的胜利，但是战后的中国满目苍夷，发展经

济成为当务之急。毛泽东作出系列指示，强调全

国的工人运动必须服从发展生产的大局：“工人

之福利必须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中求之，任何片

面的过火要求，都将破坏解放区的经济。”⑦“只管

工人眼前的、片面的利益，不顾资本家乃至公营工

厂的死活，那是自杀。”⑧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开始了快速推进国家工业化、建设现代化新中

国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此历史方位，毛泽东指

出工人运动和工会工作应成为国家强大的经济力

量来源：一是要团结一切力量，为生产服务。“工

会工作同志应主动地和资本家搞好关系，和行政

方面搞好关系。党、政、工三方面共同的目的都是

为了搞好生产。”⑨二是要积极参与生产竞赛，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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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２６卷 丁桂馨，等：毛泽东工运思想的唯物辩证法特征及其当代价值

现增产节约，激发经济活力。“教育工人无论在

公私企业中都要把维护、发展生产当成自己的责

任。”①“在私人工厂中，也可以有模范工作者和劳

动英雄，也应当有生产竞赛。”②

毛泽东作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以实

现全人类的解放为工运事业的战略指引方针，依

据客观实际确立每一阶段工人运动的具体历史任

务，强调应加强工人阶级的理想信念教育，激励工

人为国家整体利益而奋斗：“我们要教育人民，不

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集体，为了后代，为了社会

前途而努力奋斗。要使人民有这样的觉悟。”③马

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

自己出丑。”④作为一名唯物主义者，毛泽东把握

辩证法的精髓，强调国家整体利益、长远目标的同

时，注重工人的现实利益保障，指出“工会要在发

展生产运动的基础上展开工人福利事业、文化教

育工作及建立工会工作制度等”⑤，以期实现国家

宏伟目标和工人眼前利益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

新时代中国在加快建设制造强国的新征程

中，需深刻把握国家长远目标和工人眼前利益的

辩证关系。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４日，习近平在全国劳
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号召工人阶级和

广大劳动群众：“深刻认识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

会好，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当前和长远、局部和

整体的利益关系，自觉维护大局、服务大局。”⑥习

近平总书记鼓励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体建功新时代

的同时，重视工人具体利益的维护，指示工会：

“哪里的职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哪里的工会就

要站出来说话。”⑦“要依法保障职工基本权益，健

全劳动关系协调机制。”⑧在党中央的指示下，新

《工会法》将对用人单位克扣和拖欠职工工资、不

提供劳动安全与卫生条件、随意延长劳动时间和

其他严重侵犯职工劳动权益等行为的纠错纳入工

会的职责范围，以法律权威保障工会的地位、保护

工人群体的切身利益。这些举措是国家利益与工

人权益辩证关系在新时代的创新发展。

Ｔｈｅ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Ｖａｌｕｅｏｆ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Ｌａｂｏ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Ｔｈｏｕｇｈｔ

ＤＩＮＧＧｕｉｘｉｎ＆ＪＩＮＧＸｕａ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ＭａｒｘｉｓｍＳｔｕｄｉｅｓ，Ｈｕｎ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Ｘｉａｎｇｔａｎ４１１２０１，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ｉｎＣｈｉｎａｐｌａｙｓａｍａｊｏｒｒｏｌｅｉｎ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ａ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ｐｏｗｅｒ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Ｉｎｈｉｓ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ｅｌｙｉｎｇｗｈｏｌｅｈｅａｒｔｅｄｌｙｏｎｔｈｅｗｏｒｋｉｎｇｃｌａｓｓ
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ｇｏａｌｓｏｆ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ｆｏｒｍｅｄｔｈｅ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ｄｅｌｏｆｌａｂｏｒ
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ｃｌａｓ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ａｎｄｓｔｒｕｇｇｌ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ａｒｔｙ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ａｎｄｍａｓｓ
ｌｉｎｅ”，“ｗｏｒｋｅｒｓａｎｄｆａｒｍｅｒｓａｌｌｉａｎｃ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ａｎｄｗｏｒｋｅｒｓ’ｒｉｇｈｔｓ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ａｎｄａｃｔ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ｂａｓｉｃ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ｒｅａｌｉｔｙ”，“ｗｈｏｌｅａｎｄｐａｒｔ”．Ｉｔｃｏｎｔａｉｎｓｅｎｒｉｃｈｅｄ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ｗｈｉｃｈｂｒｉｎｇｓ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ｔｏｔｈｅｖｉｇｏｒｏｕ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ｌａｂｏ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ｃａｕｓｅａｎｄｔｒａｄｅｕｎｉｏｎｗｏｒｋｉｎｔｈｅｎｅｗｅｒａ．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ＭａｏＺｅｄｏｎｇｓｔｈｏｕｇｈｔｏｎｌａｂｏｒ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ｉｓｔｄｉａｌｅｃｔｉｃ；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ｓ
（责任校对　唐尧）

３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１５０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６１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３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５年版，第１０３页。
《毛泽东年谱：１９４９—１９７６（第１卷）》，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９９页。
习近平：《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０年１１月２５日。
习近平：《团结动员亿万职工积极建功新时代 开创我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２０１８年１０月３０日。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４月２９日。


